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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子仪 林博新

8月15日下午，沉寂了3个半月的潭门渔港码头又再次热闹起来。
码头里，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抓紧时间保养船机，修补鱼网。沿着蜿蜒
的河道，不远处的入海口一片苍茫。

在潭门码头岸边，一栋木质小屋颇为抢眼。木屋前摆放着几张木凳，
面朝大海。木屋前最醒目的是牌匾上三个大字——“更路簿”。

“快进屋里坐，慢慢聊！”刚进院子，这个博物馆的建设者，琼海市“更
路簿”非遗传承人王振忠迎了上来。王振忠是个80后，土生土长的潭门
人，爷爷和爸爸都是渔民，他是不折不扣的“渔三代”。

在潭门，像王振忠这个年纪的，一些人在初中毕业后，跟随着父辈的
脚步，登上渔船，开启了捕鱼生活。但王振忠的父亲王书保坚持把孩子送
去读书。

高中毕业后，王振忠如愿考上了北京一所音乐学院，并在毕业后留京
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然而让王振忠没有想到的是，爷爷的一通电话，自己
的人生轨迹又再次回到家乡。

“快回来看看吧，潭门起了大变化！”2012年，王振忠爷爷拨来了一通
电话，呼唤“北漂”的王振忠回家。就在那一年，回到家乡的王振忠敏锐感
受到潭门发展的新机遇，他决定留下来，开起了一家名为“更路簿”的贝类
工艺品店。

为做出特色，王振忠注册商标，并请专业的设计师对产品进行主题设
计。在崭新的“更路簿”里，精美多样的海洋工艺品，取代了远海的礁石和
暗流，以另一种形式讲述着海洋的故事。

回到家乡后，这个“渔三代”一直探索着讲好潭门渔民的闯海故事。
为此，王振忠不仅成立了琼海更路簿海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建起了小
而精的“更路簿博物馆”。馆内不仅展示了各种古老的捕鱼工具，还通过
文字、图片和实物等方式，生动地再现了潭门老船长们耕海牧渔的情景。
而王振忠担任讲解员，热情地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这些故事，使得更多的
人开始关注并了解“更路簿”文化。

当然，回到家乡并不意味着王振忠放弃了热爱的音乐。
“船儿摇摇晃晃地启航，载着千年古老的渔港，姑娘三三两两地瞭望，

天边归来我的郎……”在更路簿博物馆里，王振忠轻轻哼起自己原创的民
歌《潭门渔港》，悠扬的歌声在木屋里回荡。这首《潭门渔港》由王振忠自
己作词作曲，2022年春节期间，登上了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琼海专
场舞台。

“小时候，妈妈会带着我坐在海边休憩，但我知道，妈妈是在等爸爸捕
鱼归来。”王振忠说，返乡创业后，他一直记录渔民的生活和感情，探索着
把潭门渔家文化写进音乐里，让更多人感受到潭门渔民坚强、勇敢的闯海
精神。

走进王振忠的办公室，吉他、钢琴、贝斯……多种乐器在屋内摆设。
案桌前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音符。在工作之余，他会随时捕捉灵
感进行音乐创作。“我希望可以通过音乐讲述潭门故事。”王振忠说。

古老的《更路簿》为潭门渔民指明前进方向，但随着时代发展，它已让
位于先进的卫星导航。然而，《更路簿》承载的义无反顾的开拓精神，却以
另一种形式被“渔三代”们在岸上传承。

（本报嘉积8月16日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陈勤 符志敏

8月16日傍晚，雨势已歇，晚霞渐
渐爬上来，很快烧红了荣山寮的天空，
为荣山寮薄薄地罩上了一层金粉色的
光。

17时30分许，海口市秀英区荣山
寮村的渔船再度整装出海。这也是荣
山寮首届开渔季的重磅节目——开渔
仪式。

渔船下海，岸上则载歌载舞、舞龙
舞狮，祈求风调雨顺、渔船丰收。市民
游客举着手机和荧光棒，听着沙滩音乐
会，看着展览，在渔夫市集逛吃逛吃，等
待着渔船归来。

李小玉家的船是回来的第一艘。
船还没靠岸，大批翘首以待的市民

游客已经围了上来。随着一筐筐新鲜
捕捞的渔获卸下船，人们很快里三层外
三层地围了上来，争相抢购开渔后的第
一船海鲜。

住在市区的海口市民徐英梅本已
成功挤进了人群，却又被不断涌进来的
人群挤了出去。后来，眼尖的她一路紧
跟着新下船的一筐鱼，才又重新挤进了
中心圈，顺利拿下一袋笠鱼和一袋海
虾。“第一船，图个好兆头。”她拎着袋子
笑道。

李小玉和亲戚们一边向大家分发
购物袋，一边扯着嗓子大声报价。由于
人太多，她还第一次碰上了微信收钱卡
顿的情况。不到一个半小时，她的海鲜
就销售一空。

“大家吃海鲜都图新鲜，所以我们
卖海鲜就是跟时间赛跑。买的人越多，
我们越能卖出好价格。现在村里的旅
游发展起来了，游客多了，我们渔民是
最开心的。”说着说着，李小玉有些激动。

特意来见识开渔节的河南游客刘女
士在李小玉的摊前顺利“抢”到了总价
600元的海鲜。她准备就在岸边的醉夕
阳餐吧进行加工，“就着夕阳和音乐，吃
一次最新鲜的海鲜。”

醉夕阳餐吧是较早一批进驻荣山
寮的商业店铺之一。老板王文是隔壁
拔南村的村民。两年前，因为看中荣山
寮景美、食鲜，相信它有成为网红景点
的潜力，他毅然决然地在这里租下一栋
临海小楼创业。

得知开渔节的活动，商业嗅觉敏锐
的王文果断报名参加了当天的海鲜夜
排档快闪。他告诉记者，许多老客都提
前订位，超一半位置被订走。为此，他还
临时加了几张桌，凑到了30桌。即便如
此，当记者采访时，店外还有10多桌客
人在等位。

“荣山寮，我果然没选错。”王文有些
得意。他向记者透露，在他的极力推荐
下，他的朋友也在隔壁租了一栋楼，准备
开民宿、做餐吧。

看着眼前的火爆景象，来客食农家
乐老板、荣山寮村村民王宏花直拍大
腿：“偏偏这几天厨师请假了！我们错
过了！”

她是村里较早收起渔网上岸的
人。“小渔村的旅游火了，岸上也能挣钱
了。我们的农家乐开业1个月就回本
了！”她说。

错过了开渔节的流量，王宏花也并
不担心。她相信，随着荣山寮的旅游业
发展，这样的流量还会再来。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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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 张文君
贾磊 黄媛艳 刘梦晓 曹马志

8 月 16 日中午，历时 3 个半月的
2024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我省多地渔船从
渔港扬帆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的出海作业。

整装待发 期待渔获满仓

清晨5时半，天刚蒙蒙亮，三沙市永兴社区渔民李选章就开始起来杀
鸡做饭，为出海忙碌着，这是南海渔民出海前祈求出海平安顺利的一幕。

李选章在三沙打渔已有16年。据他介绍，三沙鱼类资源丰富，每次
出海大都能满载而归，渔获也很丰富，有金枪鱼、红石斑、小石斑、青鱼、石
头鱼、龙虾等。为了能在开渔后有“大丰收”，这段时间，他和岛上的渔民
都铆足了劲儿，忙着检修船体和渔具，搬运油、水等生产生活物资。

8月16日上午11时许，在文昌市清澜港渔政码头，一艘艘承载着渔
民希望的渔船整齐停靠在港口。现场，渔民们正在对网具、生活物资及机
械设备做最后的检查，为即将开始的开渔季做好准备。“我们的渔船在开
捕前都做了安全检查，也购买好渔网工具和船上生活用品，我们希望鱼箱
满仓、收获多多。”渔民杨就和说。

8月16日12时许，伴随着渔船的汽笛轰鸣，昌江海尾镇海尾码头的
渔船陆续离港，渔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笑容。“开海了，很开心，希望
今天出海捕到更多的鱼。”海尾镇渔民黄日青说。

与此同时，在东方八所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整装待发。渔民们认真
检查船只设备、整理各种渔具、搬运生活物资，渔港内一派忙碌的景象。

“很高兴，我们都准备好了，期待出海抓到很多鱼虾。”渔民许电海说。

加强监管 保障通航安全

8月16日12时，我省1.36万艘渔船陆续从各地渔港扬帆起航，开启
耕海牧渔之行，多个部门为开渔“护航”。

海南海事部门协调联动，做好渔船集中出港期间交通组织、商渔船舶
点验等工作，护航渔船有序离港，防范化解大量渔船集中出港造成的通航
压力及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开渔安全。同时，联合农业农村、
综合执法、航海保障等部门对辖区重点水域进行巡查，采用“海巡+空巡”
的方式对渔船密集水域、商渔船航行交汇水域开展重点巡查管控，向过往
商船舶播发安全预警信息，提醒过往船舶要加强瞭望、保持安全航速、谨
慎驾驶，合理规划航线避开渔船集中出港时段和密集作业区域，及时引导
出海渔船船队有序通过商船航路。

连日来，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该市渔政中心开展渔业安全生
产检查行动，通过登船宣讲等方式，向渔民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
政策，并对渔船的救生设备、灭火设施等进行检查，确保开渔后渔业生产
安全有序。

随着休渔期结束，南海海域将迎来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高峰。文昌市有
关部门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管渔船渔港安全，严查涉海涉渔违法
违规行为，积极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守护好海上“蓝色粮仓”。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海口荣山寮首届开渔季活动
吸引市民游客“抢鲜”

第一船
图个好兆头!

8月16日，琼海市潭门港举行第十届赶海季活动，渔民在赶海仪式上表演传统渔灯舞。
海南日报特约记者 蒙钟德 通讯员 陈世明 摄

8月16日，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约千艘渔船排队出海，场面
蔚为壮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王程龙 摄

8月16日，游客在海口荣山寮首届开渔季活动体验互动游戏。活动主办方供图

8月16日，渔民在海口荣山寮售卖渔获。活动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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